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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中的研究为建立与社会规律相协调的社会干预机制提供依据，对把外界干预行为最终转化为系统
的自组织行为，从而促进系统良性运行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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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二章　中国农村发展实践的自组织理论分析　　为农村寻求适合的发展道路，是近代以来人们
一直关注的问题。
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，也进行了各种农村发展的实践。
分析这些影响农村发展变革的措施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农村发展的规律性。
本章从自组织理论视角，结合农村发展实践的几个典型事件，分析影响农村发展的因素，发现符合农
村内部发展规律的机制。
　　第一节　乡村建设学派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　　20世纪30年代，以晏阳初、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
知识分子，主张从乡村建设人手，由乡村建设引发工商业，从而达到民族自救，称为乡村建设运动。
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存在四大基本问题——“愚”、“穷”、“弱”、“私”，互为因果关系，即愈
愚愈穷，愈弱愈私。
主张通过四大教育来解决这四大问题：以“文艺教育”培养知识力，以救农民之“愚”；以“生计教
育”培养生产力，以救农民之“穷”；以“卫生教育”培植强健力，以救农民之“弱”；以“公民教
育”培植团结力，以救农民之“私”。
通过家庭、学校、社会三大方式来推行四大教育。
梁漱溟则是从“文化复兴中国”的角度着重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。
他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，就要在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求助于西方的“团体组织”和“
科学技术”这两大法宝，并且从农村着手才能取得成功。
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“乡村自治”主张的学者，并提出两个原则：从理性求组织；从乡村人
手。
同时提出了“以农立国”的观点。
他主张以农为本，先振兴农业，再从农业中引发工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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